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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利他行为是互联网时代研究生群体典型、常见的网络行为代表。为考察互联网时代下研究生述情障

碍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述情障碍量表、坚韧人格量表对157名研究生

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在控制了性别、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对研究生网络利

他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 坚韧人格在述情障碍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对高校

引导学生的积极网络行为，充分发挥网络育人功效，建设和谐网络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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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is a typical and common network behavior representative of postgra-
duate students in the Internet era.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ostgra-
duate students’ alexithymia on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157 graduate students were investi-
gated by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Scale, Alexithymia Scale and Tenacious Personali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fter controlling gender, economic status and family structure, alexi-
thymia and tenacious personal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ostgraduates’ in-
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2) Tenacious personalit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guide students’ positive network behavior,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 of network 
education, and build a harmonious network environment. 

 
Keyword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lexithymia, Tenacious Personality, Moderating Effect, Postgraduates, 
Network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网络“微文化”时代的发展，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群体是作为当代网民的庞大主体之一，网络

生活已成为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行为也和其现实生活行为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和

补充，互联网发展的产物之一——网络利他行为便是典型的网络行为代表。网络利他行为是研究生行为

特点的镜像和反映，成为该群体的正能量行为，是值得学校教育和社会提倡和引导的网络行为，因而加

强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进行引导和培养研究是深化利他行为相

关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支撑，也是高校加强思政教育的题中之义，更是充分发挥新时代“网

络育人”载体在和谐网络环境建设、和谐校园建设中引领作用的体现。 
近年来，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综合诸多对网络利他行为定义的阐述(彭庆红，

樊富珉，2005；危敏，2007；郑显亮，2010)，本研究认为网络利他行为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不具

有显著的自私动机从而使其他个体、群体、社会受益且发生过程中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一种自觉自愿行为。

研究者们主要从利他者特征、受助者因素、网络环境特点探讨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因素(彭庆红，樊富珉，

2005；卢晓红，2006；危敏，2007；丁迈，陈曦，2009)。从利他者人格特征来看，郑显亮(2012)发现大五

人格中的外向性、尽责性和开放性均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积极相关关系，神经质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

负相关。具有创新性人格特质的个体会争取更多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办法和经验，他们乐于与人进行知识交

流和经验分享(Jadin et al., 2013)。乐观、自尊也被证实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郑显亮，2012；郑

显亮，顾海跟，2012；郑显亮，张婷，袁浅香，2012)。网络自身的虚拟性、跨时空性、便捷性等特征使得

网络利他行为有着发生频率高、发生可能性大、受惠面更广等特点，网络利他行为也更具特殊性和复杂性，

也必然与现实利他行为存在很大区别，因此，需要也应该扩展利他行为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研究范围。通过

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发现，目前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内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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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做简单描述和归纳，系统性和深度不够。如影响因素研究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发现

在网络环境下不存在性别差异(Wright & Li, 2011)，另有学者则发现男性的网络利他倾向显著高于女性(徐庆

春，2016)。目前，人格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较少，更缺乏探讨积极人格和消极人格的交互影响

机制研究。当前关于网络利他行为主要以大学生群体为主，但也缺乏将“网络育人”载体下的网络利他行

为与高校德育工作及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引导大学生网络利

他行为的专业建议。由于研究生群体相对大学生群体年龄较大、认知成熟度更高、情感情绪调节能力较强，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网络利他行为结果不一定适用于研究生群体，且随着高校研究生人数的不断增多，

有必要针对研究生群体开展研究以提出更具指导性的思政教育策略。 
述情障碍，又称“情感难言症”，主要表现为描述自己情绪困难、区分自我感觉和情绪困难、具有

外向性思维特征(宫火良，2009)。认知心理学认为述情障碍是个体在情绪上的认知加工缺陷所导致的(万
尚姝，2018)，它是一种多维度的人格特质，也是对心理困扰和疾病的反应(吴志辉，2020)。目前对述情

障碍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心理异常人群，而针对正常人的研究也主要探讨述情障碍的影响因子，研究

表明述情障碍可预测网络行为，如具有述情障碍的大学生其网络成瘾行为也较一般大学生突出(万尚姝，

2018)，但当前研究缺乏述情障碍与个体积极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更缺乏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研究。本研

究认为，虽然述情障碍作为消极人格特质，但当具有述情障碍的个体处于隐蔽性强、匿名度高的网络环

境中，不需要像现实生活中一样表达情绪情感，其自我悦纳程度会有所上升，可能会出乎意料地增加积

极网络行为，即述情障碍能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探讨研究生的述情障

碍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坚韧人格是一组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困难的态度、信念和行为的特质，一般包括投入、控制和挑战

(卢国华，2008)，其中投入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参与、感知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封闭、孤立和排

斥接触周围的人或物；控制是个体积极改变困境，正向影响事件发展方向；挑战是个体敢于创新和挑

战，获得成长的经历。从坚韧人格定义和维度来看，具有坚韧人格的个体无论在任何困境中都能保持

乐观进取、坚韧不拔的积极认知和情感状态，有助于个体形成和保持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较高的自尊水

平，很可能转化成利他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寇明秋，

2019)。本研究认为，预测坚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正向相关。网络利他行为正是利他者参与投入

网络情境的行为结果，是改变现实困难，积极寻求解决方法，控制事态发展方向的表现，也是敢于突

破常规，借助外力解决问题思维方式的表现，更是吸取和学习别人智慧的过程。因此，本研究预测研

究生坚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是本研究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另外，在网络环

境中研究生述情障碍和坚韧人格、网络利他行为是否存在关系？消极人格特质——述情障碍对网络利

他行为的关系是否通过积极人格特质——坚韧人格来调节？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是本研究的

第三个目的。 

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剔除问卷作答时间低于 600 秒的调查对象，共回收 157 份有效问卷。其中，

男生 36 名(22.9%)，女生 121 名(77.1%)；独生子 59 人(37.6%)，非独生子 98 人(62.4%)；18~23 岁(含 23
岁)47 名(29.9%)，24~27 岁(含 27 岁)70 名(44.6%)，28 岁及以上 40 名(25.5%)；家庭经济状况良好 54 人

(34.4%)，一般 91 人(58%)，贫困 12 人(7.6%)；原生家庭 132 人(84.1%)，非原生家庭 25 人(15.9%)；农村

户籍 62 人(39.5%)，非农村户籍 95 人(60.5%)；理科 85 名(54.1%)，文科 72 名(45.9%)；985 或(和) 211 高

校有 74 名(47.1%)，一本院校 62 名(39.5%)，二本院校 18 名(11.5%)，三本院校 3 名(1.9%)；平均每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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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长：1~3 小时 22 人(14.0%)，4~6 小时 49 人(31.2%)，7~10 小时 58 人(36.9%)，10 小时以上 18 人(11.5%)；
网络操作技能熟练 106 人(67.5%)，基本会操作 50 人(31.8%)，不会操作 1 人(0.6%)。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选用郑显亮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郑显亮，2010)。共设置 26 个题目，包含网络支持

(9 题)、网络分享(6 题)、网络提醒(5 题)、网络指导(6 题)四个维度。该问卷为四点量表，1~4 代表从“从

不”到“总是”四个频率水平。得分越高说明越具有高频次的网络利他行为。本研究中，网络支持、网

络分享、网络提醒、网络指导四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1、0.886、0.877、0.904，总量表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3。 

2.2.2. 述情障碍量表 
述情障碍量表采用目前国内被验证具有较好信效度的修订翻译版(蚁金瑶等，2003)。该量表共 20 个

题目，包括难以识别主观情感(Difficult to Identify Feelings, DIF)、难以向他人描述情感(Difficult to Describe 
Feelings, DDF)、外向性思维(Export-Oriented Thought, EOT)三个因子。该问卷为五点计分，1-5 代表“很

不同意”至“很同意”，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10、0.812、0.865，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1。 

2.2.3. 坚韧人格量表 
坚韧人格采用卢国华修订的量表(卢国华，2008)。量表共 27 个条目，含韧性、投入、控制和挑战 4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四点评分法，1~4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本研究中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38、0.879、0.870、0.863，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2。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5.0 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均采用自我报告进行心理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正式统计分析前，利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对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对研究中所有题目进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3 个，且最大的方差解释率为 27.746%，小于临界值 40%，说明

本研究结果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3.2. 网络利他行为现状 

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各维度得分加总后取平均值做描述性统计(见表 1)。以性别、家庭结构、家庭

经济状况、专业分类、学校类型、户籍类型、是否独生子、年龄作为自变量以网络利他行为四个维度为

因变量进行检验。从表 1 可见，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网络支持、网络分享、网络指

导、网络提醒，对照四维度的理想均值来看，网络支持、网络分享稍高于理想均值(18 分和 12 分)，网络

提醒和网络指导略低于理想均值(10 分和 12 分)。此外，男生在网络分享(p < 0.05)、网络提醒(p < 0.05)
和网络指导(p < 0.01)上均显著高于女生，在网络支持上不存在性别差异。非原生家庭研究生在网络支持

(p < 0.05)、网络分享(p < 0.05)、网络指导(p < 0.05)上均显著高于原生家庭研究生。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

研究生在网络支持上显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研究生(p < 0.05)。此外，虽然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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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排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检验发现，在家庭排行中最大的研究生和最小的研究生在网络支

持(p = 0.031)、网络指导(p = 0.037)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31)。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在学校类型、专业分

类、户籍类型和年龄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 
 
Table 1. Differences of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M ± SD) 
表 1. 网络利他行为的差异性(M ± SD) 

 网络支持 网络分享 网络提醒 网络指导 

网络利他行为分量表平均得分 19.81± 5.82 12.36 ± 3.97 9.87 ± 3.62 11.08 ± 4.09 

性别 
男 21.06 ± 6.00 13.56 ± 4.07 11.11 ± 3.87 12.72 ± 4.33 

女 19.44 ± 5.74 12.00 ± 3.89 9.50 ± 3.48 10.60 ± 3.91 

t 2.157 4.301* 5.679* 7.826** 

家庭结构 
原生完整 19.41 ± 5.93 12.05 ±3.94 9.71 ± 3.56 10.81 ± 4.09 

非原生完整 21.92 ± 4.80 14.00 ± 3.81 10.68 ± 3.90 12.52 ± 3.86 

t 3.984* 5.188* 1.505 3.733* 

家庭经济状况 

良好 21.43 ± 6.24 12.91 ± 4.38 10.61 ± 4.09 11.72 ± 4.74 

一般 18.88 ± 5.17 11.96 ± 3.53 9.44 ± 3.10 10.65 ± 3.37 

贫穷 19.58 ± 7.38 13.00 ± 5.06 9.75 ± 4.79 11.50 ± 5.70 

F 3.350* 1.142 1.796 1.238 

专业分类 
理科 20.16 ± 6.24 12.35 ± 4.18 9.92 ± 3.93 11.05 ± 4.33 

文科 19.39 ± 5.31 12.38 ± 3.74 9.81 ± 3.25 11.23 ± 3.82 

t 0.691 0.001 0.037 0.014 

学校类型 

985 或(和)211 高校 20.28 ± 6.02 12.39 ± 4.22 10.05 ± 3.90 11.27 ± 4.24 

一本院校 19.47 ± 6.12 12.27 ± 3.97 9.58 ± 3.66 10.90 ± 4.25 

二本院校 18.44 ± 3.76 12.33 ± 3.20 9.94 ± 2.21 10.56 ± 2.86 

三本院校 23.33 ± 3.06 13.67 ± 3.06 10.67 ± 3.79 13.33 ± 4.04 

F 0.930 0.118 0.243 0.489 

户籍类型 
农村 20.52 ± 5.94 12.90 ± 4.00 10.45 ± 3.74 11.66 ± 4.55 

非农村 19.35 ± 5.73 12.01 ± 3.93 9.48 ± 3.52 10.71 ± 3.74 

t 1.517 1.907 2.703 2.062 

是否独生子 
是 20.22 ± 5.87 12.24 ± 3.96 9.73 ± 3.80 10.76 ± 4.00 

否 19.56 ± 5.81 12.44 ± 4.00 9.95 ± 3.53 11.28 ± 4.16 

t 0.470 0.094 0.135 0.577 

年龄 

18~23 岁 20.26 ± 6.47 11.98 ± 4.25 9.49 ± 3.97 10.32 ± 4.31 

24~27 岁 19.64 ± 5.43 12.40 ± 3.89 9.87 ± 3.43 11.09 ± 3.69 

28 岁及以上 19.58 ± 5.80 12.75 ± 3.83 10.30 ± 3.56 11.98 ± 4.42 

F 0.197 0.410 0.538 1.787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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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关系分析 

3.3.1. 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相关分析 
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见，研究生网

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及其三个维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说明识别自我感受困难、识别自我情

感困难、外向性思维越多的学生越容易出现网络利他行为。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坚韧人格及其四个维

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说明韧性、投入度高、挑战、控制感越强的学生越容易产生网络利他行

为。此外，外向性思维和坚韧人格及其四个维度存在弱正相关(p < 0.05)，即外向性思维较多个体在人格

韧性、投入度、控制感和挑战上的表现会更强。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postgraduates’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alexithymia and tenacious personality (N = 157) 
表 2. 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相关(N = 157) 

 网络利

他行为 
DIF DDF EOT 述情 

障碍 韧性 控制 投入 挑战 坚韧 
人格 

DIF 0.383** 1         

DDF 0.454** 0.813** 1        

EOT 0.340** 0.471** 0.598** 1       

述情障碍 0.446** 0.907** 0.911** 0.776** 1      

韧性 0.415** 0.003 0.070 0.185* 0.089 1     

控制 0.374** 0.014 0.087 0.184* 0.099 0.899** 1    

投入 0.337** −0.014 0.048 0.164* 0.067 0.868** 0.838** 1   

挑战 0.380** −0.065 −0.006 0.172* 0.029 0.896** 0.847** 0.858** 1  

坚韧人格 0.396** −0.016 0.053 0.186* 0.075 0.962** 0.950** 0.935** 0.949** 1 

注：*p < 0.05，**p < 0.01。DIF = 难以识别主观情感，DDF = 难以向他人描述情感，EOT = 外向性思维。 

3.3.2. 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的调节效应分析 
由表 2 可知，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与述情障碍、坚韧人格的相关显著，满足调节作用检验的要求。用侯

杰泰等(2004)的调节变量检验方法来分析坚韧人格的调节作用，即使用分层回归来检验连续变量的调节作

用。本研究中的调节效应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做网络利他行为对述情障碍、坚韧人格的回归，即网络利他行

为 = a1述情障碍 + b1坚韧人格 + e1，求测定系数 2
1R ；再做网络利他行为对述情障碍、坚韧人格和交互项的

回归，即网络利他行为 = a1述情障碍 + b1坚韧人格 + c 交互项 + e1，求测定系数 2
2R ；若 2

2R 显著高于 2
1R ，

或者 ΔR2显著，则说明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显著。因此，将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性别、家庭结构、家

庭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作为第一层回归方程，述情障碍和坚韧人格作为自变量引入第二、三层方程检测述

情障碍和坚韧人格的交互作用，最后一步引入方程用分层回归来检验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由下表可知，性别和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影响；述情障碍和坚韧

人格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的解释变异量增加了 21.7%；坚韧人格对研究生网

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显著(p < 0.001)，对预测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也做出新贡献，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9.4%；

述情障碍和坚韧人格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1)，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的解释变异量增加了 3.4%，共能

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解释的 40.1%。因此，坚韧人格在述情障碍和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述

情障碍与坚韧人格的交互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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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nacious person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internet 
altruistic behavior 
表 3. 坚韧人格在述情障碍和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性别 −7.063 2.926 −2.414* −8.197 2.572 −3.187** −6.037 2.443 −2.470* −6.004 2.383 −2.520* 

家庭结构 7.665 3.366 2.277* 6.972 2.954 2.360* 6.731 2.762 2.292* 6.921 2.701 2.563* 

家庭经济状况 −3.529 2.084 −1.693 −4.613 1.835 −2.514* −3.623 1.726 −2.099* −3.453 1.684 −2.051* 

述情障碍    0.605 0.088 6.851*** 0.566 0.083 6.830*** 0.524 0.376 1.394*** 

坚韧人格       0.326 0.068 4.819*** 0.476 0.278 4.459*** 

交互作用项          0.013 0.004 2.969** 

F 4.422 16.047 19.358 18.437 

R2 0.080 0.297 0.391 0.401 

ΔR2 0.080** 0.217*** 0.094*** 0.034** 

注：*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Interaction between alexithymia and tenacious personality 
图 1. 述情障碍与坚韧人格的交互作用 
 

由图 1可看出，在高坚韧人格的学生中，高水平述情障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M = 83.778, SD = 4.883)
显著高于低水平述情障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M = 44.800, SD = 6.552)；在低坚韧人格学生中，高水平述

情障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M = 33.500, SD = 10.359)显著高于低水平述情障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M = 
31.000, SD = 10.359)。 

4. 讨论 

网络利他行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分析发现，性别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网络分享、网络提醒和网络指

导三个维度存在显著影响，男生更易表现出网络利他行为，这与郑显亮(2010)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一般

情况下，男生使用网络更为频繁，和网络的亲近感更浓，网络技能更为娴熟，他们在网络虚拟世界里更

容易表现出自信和主动，因而更愿意表现出网络利他行为。家庭结构也对网络利他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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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非原生家庭(离异、单亲、重组)研究生的网络支持、网络分享和网络指导好于来自原生家庭的研究

生，这是因为遭遇家庭变故的研究生情绪感受性更强，同情感和移情更强烈，因而更愿意去帮助和自己

有相似经历的人。家庭经济状况对网络支持存在影响，家庭经济良好研究生得到的网络支持高于家庭经

济一般或贫穷的研究生，这是因为自尊心对网络利他行为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郑显亮，顾海根，2012)，
而家庭经济良好的学生自尊心更容易得到满足，从而表现出更多的网络积极行为。 

相关分析发现，述情障碍、坚韧人格均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这符合本研究的假设。由

于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相比隐蔽性更强，个体不用直接和他人产生面对面的互动，因而不太会被自

身的情绪情感所干扰，网络互动也变得更容易、更开放，所以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定述情障碍的学

生也愿意表现出更多网络利他行为。坚韧人格作为积极的人格特质也易产生积极的行为结果，具有坚韧

人格的研究生在虚拟空间里表现的很自信、主动，愿意帮助别人，也对更多的可能性和知识存在好奇。

因此，坚韧人格越强越容易表现网络利他行为。此外，述情障碍的外向性思维和坚韧人格及其四个维度

存在弱正相关，即外向性思维较多的个体更注重自身以外的事物，其人格韧性、投入度、控制感和挑战

感会更强。 
在上述相关分析基础上，对坚韧人格在述情障碍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发现，

述情障碍、坚韧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均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坚韧人格能调节述情障碍与网络利他

行为之间的关系。坚韧人格对高述情障碍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大，即即使是述情障碍

高的研究生，高水平的坚韧人格也能帮助其有着更肯定的和正面的自我认知，从而较多表现出网络利他

行为。 

5. 启发 

在大多数研究只关注网络带来消极影响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网络的积极影响——网络利他行为，

通过选取述情障碍、社会支持两变量分别作为消极和积极人格特质，对影响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的人格

特质交互作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述情障碍和坚韧人格均对研究生网络利他行为产生正向预测作用，

且坚韧人格调节述情障碍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网络利他行为以现实

利他行为为雏形，本质亦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它是学生满足自我社交需要、尊重需要的体现。因此，网

络利他行为是值得被提倡和引导的积极网络行为。社会心理学家施瓦茨(Schwartz, 1997)提出的“规范激

活理论”将利他行为的心理过程划分为注意、动机、评估、防卫和行为阶段，每个阶段的心理活动都体

现个体的人格和情绪情感特点，每个阶段的心理感受都携带着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及坚韧人格的四维度

的烙印，从而决定个体是否表现出网络利他行为以及选择网络利他行为的表现形式。该研究拓宽了网络

利他行为的研究范围，加深了对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个体特点的理解，深化了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干

预研究，对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意识形态教育、和谐校园建设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高校要注重网络利他行为观念引导，唤醒利他意识。鉴于网络利他行为是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且研究生网络支持和网络分享较理想平均值略多，而网络提醒和网络指导较理想均值少的调查结果来看，

高校应充分利用“网络育人”的作用，创新网络利他行为实现的路径，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触碰到网络平

台；其次，要加强对学生群体意识形态引导，着重培养和引导网络利他行为，坚决抵制消极网络行为(如
网络成瘾、网络赌博、网络贷等)，加强对正能量网络利他行为的宣传，不断强化并固化利他意识并成为

当代学生首选的、自然的网络道德行为。 
(二) 高校要塑造学生的坚韧人格，增强主体意识。坚韧人格是积极人格特质，一个具有强坚韧人

格的个体在遇到困难时会积极思考，敢于创新和挑战新的解决方法，敢于承担责任，对自我和他人负

责。有研究表明，坚韧人格还能正向预测问题应对策略(卢国华，2008)，有利于增强自我效能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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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积极现实行为和网络行为(蒋怀滨等，2016)。通过激发和塑造坚韧人格，可让学生学会自我调节

和约束网络行为，达到自我成长的目的，进一步促使他们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当然，

坚韧人格的塑造是一个复杂、多方合作的长期过程。学校可将坚韧人格的培养寓于各项教学、社会实

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中去，丰富教育形式，发挥学生在各类学习和实践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切身

体会自身价值。另外，学校可设置激励机制和过程性成长评价机制，通过外部奖励肯定强化积极行为，

肯定成长和收获，记录成长轨迹，让学生不管在成长还是遇到困境中都能看到希望和肯定，更加激发

坚持和坚韧的行事风格。 
(三) 高校要区别对待学生在现实和网络中的述情障碍，引导学生处理好人际交往在现实和网络中的

关系。鉴于网络的虚拟性、跨时空性、便捷性等特征，在现实生活中高述情障碍的人很难识别自己和他

人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现实人际交往。但本研究揭示述情障碍对网络虚拟的人际交往行为不

但没有消极影响反而有促进作用。因此，高校要引导学生处理好人际交往在现实和网络中的关系。一方

面需引导学生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准确表达自我情绪情感，觉察他人情绪情感，多参与群体信息和情感交

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学生在网络人际交往与现实人际交往的区别，帮助学生积极拓展网络人际交往范

围，即使存在如述情障碍等消极人格特质，也并不影响其在网络社交上的表现，反而应充分发挥自己的

人格特长，表现出更多的网络积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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